
皮肤病外用中药的发展与展望
附属省 中医 院皮肤科 范瑞强 梁剑辉

摘要
�
本 文从 皮肤病外用 中药发展简史

、

传统 刹型应 用概况
、

新 剂型的研制 几个方 面作 了综 述
，

并 提

出今后的展望
，

认 为进一 步进行传统剂型的 改革
、

加 强新剂型的研制
、

推行中药化装品应 用
、

加 强 中 西 医

结合药物的研 究
、

加 强药物的机理研 究等等乃是今后 值得注意的问题
�

近年来
，
皮肤病外用中药的发展较快

，

除了传统的外用剂型得以继承和提高外
，
新

的剂型和制剂不断出现
，
大大丰富了祖国医

药学这个宝库
。

一
、

皮肤病外用中药发展简史

我国应川中药外治皮肤病历史悠久
，

最

早可追溯到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战国时期

的帛书医书中
，
该书的《 五十二病方》 记载了

约��个外治皮肤疮 疡 疾 病 的 软 膏
。 〔 ’ 〕 稍

后的《 黄帝内经》 记载了瘁
、

痒疥
、

秃
、

痊
、

病风
、

鼓等��多种皮肤病以及外治皮肤病的

膏
、

丹
、

散
、

酒等多种剂型
，
如《 灵枢

�

痈疽

篇》 日 � “
疏泛之

，
涂以系膏

。 ”
这泵膏就是以

猪油为基质的一种软膏
。

汉代
，
名医张仲景著《 伤寒杂病论 》 ，

创

用黄连粉外治皮肤浸淫疮
。

晋代
，
出现了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外科学

专著 《刘涓子鬼遗方》 ，
比较详细地介绍 了用

中药外治多种皮肤病的方法
，
为皮肤病外用

中药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
。

如该书首次

记载了用水银膏治疗皮肤病
，
这比其它国家

要早���多年
。

此外还记载了用紫草膏 方 治

小儿头疮
，
用白敛膏方治皮肤热扉

，
用五黄

膏方治久病疥癣
，
用察香膏方治面野胞

，
用

白芷膏方治发顽等等
。

晋
�

葛洪所著 的 《 肘

后备急方》 亦介绍 了多种外治皮肤病的 简 易

方法
，
如病疡风用醉磨的乌贼骨敷之

，
白驳

取鳗鱼脂敷之
，
白秃用墓芦

、

猪油搽之
，
漆

疮用汉椒汤洗之等等
。

另外
，
至晋代已开始

有了硬膏的制作和临床应用
。

隋
、

唐时期
，
名医孙思邀著《 备急 千 金

要方》 ，
介绍了用丹砂

、

矾石
、

水银和铅硬膏

等外治皮肤病的方法
。

明
、

清两代
，
皮肤疮疡外科名医辈出

，

各种皮肤病外用中药的剂型和制 剂 不 断 增

多
，
有力地促进了皮肤病外用中药的发展

。

如明
·

陈实功的《外科正宗 》 有用纸贴剂和五

容丸外治皮肤病的记载
，
其中纸贴剂是将中

药煎液或研粉后固定在文油纸
�

�
，
用时视疮

面的大小外贴患处
。

玉容丸是用 廿 松
、

白

芷
、

防风
、

菊花
、

羌活等��种中药研粉加肥

皂制成
，
它实质上是一种早期的药皂丸

，
用

来早晚外洗治疗男女雀斑
、

酒刺及身体皮肤

粗糙
。

清代外科专著《外科大成 》 详细描述 了皮

肤病湿敷的操作方法和作用
，
日

� “
以 软 帛

叠成七
、

八重
，
勿令太干

，
带汤于疮上

，
两

手轻盈
，
施压片时

，
帛湿再换

，
如 此 洗 按

四
、

五次
，

流通气血
，
解毒止痛

，
祛 癖 脱

腐
。 ” 《疡医大成》 记载 了用布帛搽剂外 治 皮

肤病的方法
，
日 � “

治痒块方
，
苍耳子

、

大

枫子
、

硫磺
、

樟脑
、

雄黄各二钱
，
用芝麻一

合
，
炒黑和研成泥

，
生布包药擦

。 ”

可见
，
在祖国医学中

，

皮肤病外用中药

很早就已得到应用
，
经过历代医家的反复实

践
，
剂型和制剂得到不断充实

、

提 高 和 发

展
，

其中临床比较常用的传统剂 型 计 有 水

剂
、

散剂
、

硬膏
、

软膏
、

糊膏
、

油 剂
、

配

剂
、

洗剂
、

熏药
、

搓药
、

布帛擦剂等��多种
。

二
、

近年来传统荆型治疗皮肤病概况

建国以来
，
祖国医学在长期临床实践中

所创用和发展起来的外治皮肤病的各种剂型

继续得到广泛应用
。

尤其是水剂
、

粉剂
、

洗

剂
、

软膏
、

硬膏
、

糊膏
、

油剂
、

配剂等已成

了目前外治皮肤病的基本剂型
。

�
、

水剂
�

又称溶液剂
，
是中药的水煎

出液
，
可用作皮肤病外洗和湿敷

，
是临床最

常用的剂型之一
。

如近年来李氏用蛇床子
、
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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肤子
、

白矾
、

苦参
、

花椒煎水外洗治疗各种

慢性瘩痒性皮肤病���例
，
痊愈���例

，
显效

���例
、

有效��例
、

无效��例��，。

查氏 用 蚤

休
、

土获芬
、

苦参
、

黄柏
、

大黄
、

龙胆草
、

枯矾水煎熏洗治疗外阴溃疡��例
，
均使用 �

���剂后痊愈
“ 〕 。

�
、

粉剂
�
又称散剂

，
是将中药研成粉

末外用
，
适用于无渗液的急性或亚急性皮炎

。

如宋氏用黄连
、

黄柏
、

青黛
、

冰片
、

枯矾
、

绿豆共研粉末外治脓疤疮���例
，
治愈���例

“ 〕 。

宋氏用芳香杀虫止痒的中药研粉制成香

袋药
，
挂于患儿颈项上或放衣袋内

、

枕头下

预防丘疹性草麻疹
，
取得了较好的疗效��〕 。

�
、

软膏
�
又称油膏

，
是中药粉和油脂

调成的半固体制剂
，
适用于慢性具有结痴

、

教裂
、

苔癣样变的皮肤病
。

如王氏用当归
、

干姜
、

薄荷脑配制成复方当归软膏治疗冻疮

�“ 例 ，
全部治愈 〔�，。

陈氏用蛇床子
、

雄 黄

等七味中药制成白斑膏治疗女阴 白 色病 变

���例
，
总有效率达��

�

�� ��〕 。

�
、

糊膏
�

是中药粉和液体调配成糊状

的制剂
。

近年来
，
这种剂型应用比较多

，
如

江苏五妙水仙膏协作组用五妙水仙膏治疗血

管瘤
、

寻常疵
、

结节性痒疹
、

神经性皮炎等

皮肤病共���例
，
结果痊愈率为��呱

，
总 有

效率达��肠 〔“ ’ 。

吴氏用五白膏糊剂治疗黄褐

斑取得一定疗效 〔。 ，。

焦氏用大枫 子
、

蓖 麻

仁
、

木鳖子
、

水银等调成糊剂治疗酒渣鼻��

例均获治愈
，

随访 �一 �年未复发 〔 ’ ” ，。

�
、

配剂
�

是中药用酒或��肠酒精浸饱

而成
，
临床也比较常用

，
如霍氏用补骨脂

、

白癣皮
、

白茨菠等制成白斑配治 疗 白疲 风

���例
，
总有效率达��肠 〔 ‘ ’ 〕 。

林氏用喜树配局

部外搽治疗银屑病���例
，
取得一定疗效 〔‘ �’ 。

三
、

皮肤病外用中药的新荆型

随着医学科学的不断发展及中西医结合

和渗透
，

近年来出现了许多皮肤病外用中药

的新剂型和新制剂
，

促进了皮肤病外用中药

的发展
。

�
、

中药霜剂
�

又称乳剂
，
是将中药提

取制成水相
，
然后将油相加入水相中而成的

水包油制剂
。

此种剂型与传统的软膏相比具

有油腻性小的优点
，
易于为病人所接受

。

目

前
，
霜剂的应用越来越多

，
有逐渐取代软膏

的趋势
，
相当一部分传统的软膏 已 改 成 霜

剂
，
如将治疗疥疮的硫磺软膏改成硫磺霜

。

另外
，
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中药霜剂的新制

剂
，
如吴氏用甘草

、

公英
、

百部
、

地丁等中

药制成皮炎乳膏
，
治疗隐翅虫皮炎��例

，
其

中��例在 �天内治愈 〔‘ “ ’ 。

孙氏等用蝮 蛇 的

胆汁制成蛇胆霜
，
治疗座疮���例

、

脂 溢 性

皮炎���例
、

黄褐斑���例
，
均取 得 较 好 的

疗效 ‘ ’ ‘ ’ 。

李氏用当归美容霜治疗面部黄褐斑

���例
，
总有效率达��

�

�肠 〔‘ “ �。

�
�

中药橡皮膏
�
又称中药橡胶硬膏剂

，

是在中药传统硬膏药的基础上吸取了氧化锌

硬膏的制剂方法发展而成的一种新剂型
，
使

用时外贴患处
，
既方便

，
又不污染衣服

。

目

前这种剂型在皮肤科有少量应用
，
如刘氏等

采用 《外科正宗 》 如意金黄散的配方
，
制成解

毒消炎橡皮膏外贴皮肤
，
治疗皮肤化脓性疾

病取得较好疗效
〔，“ ’ 。 卫氏等人用中 药 五 倍

子
、

灵仙
、

丹皮
、

泽兰等配制成中药橡皮膏

—疤痕止痒软膏治疗增殖性疤痕 ��� 例
，

取得了一定的疗效
。

�
�

中药涂膜剂
�

是用高分子化合物的有

机溶媒溶解中药提炼的浓缩物而制成的外用

粘稠液体
，
涂布在患处

，
溶媒挥 发 后 形 成

粘附的薄膜
，
对患处起治疗作用

。

这种新剂

型在皮肤科有试验性应用
，
如赵氏用苦参

、

蛇床子
、

生百部
、

土模皮等制成中药止痒涂

膜剂治疗痉痒性皮肤病�‘�〕� 魏氏用抗银屑

病除膜剂治疗银屑病 〔 ‘ 。 ’ 均取得一定疗效
。

�
�

中药膜剂
�
是将中药溶解或均匀分散

在成膜材料中
，
然后再制成膜状的固体制剂

，

可供皮肤与粘膜使用
。

如王氏用生石膏
、

青

黛
、

儿茶
、

龙骨等制成中药药膜
，
治疗口腔

谈疡������
，
疗效满意 〔，“ ，。

�
�

中药外洗颗粒冲剂
�
传统中药外治剂

均是将生药或干药水煎去渣而成
，
比较麻烦

一九八七年第四卷第三期



不方便
。

近年来出现了外洗中药颗粒冲剂二

使用时用热水冲抱后即可外洗
，
不用煎煮

，

大大方便了患者
，
很受病人的欢迎

。

如我科

用消炎止痒洗剂
、

灭癣净和飞扬洗剂等中药

外洗颗粒冲剂治疗各种皮肤病取得了较好的

疗效
。

其中消炎止痒洗剂是由苦参
、

地榆
、

大黄
、

大飞扬
、

地肤子
、

蛇床子
、

荆芥
、

枯

矾
、

甘草组成
，
主要用于湿疹皮 炎 类 皮 肤

病
�
灭癣净是由茵陈

、

蕾香
、

野菊
、

枯矾
、

大

黄
、

黄精组成
，

主要用于各种真菌感染性皮肤

病
， 飞扬洗剂是由大飞扬

、

地肤子
、

苦参
、

蛇床子
、

黑面神
、

野香需组成
，
主要用于女

阴痰痒
、

阴囊痛痒和肛周痰痒
。

�
�

中药火棉胶剂
�

是将中药配入火棉胶

中的制剂
。

如孙氏等用斑鳌素火棉胶贴敷治

疗寻常疵��例
，
总有效率为��

�

�肠 〔” ‘ 〕 。

�
�

中药药物化妆品
�

近年来随着人们生

活水平的提高
，
化妆品工业发展很快

。

但是

由于一些化学性质的化妆品使用后副作用较

大
，
所以消费者要求理想的化妆品是既有润

肤和防治皮肤病的功能
，
又要药性缓和无刺

激
，

副作用少
，
在这种情况下中药药物化妆

品应运而生
，

受到消费者的欢迎
。

目前
，
中

药药物化妆品不但在国内化妆品市场占有重

要地位
，
而且在国外也享有一定的声誉

，
如

珍珠霜
、

人参营养霜
、

三七珍珠霜
、

鹿茸珍珠

霜
、

人参胎素营养霜等
。

除了上述皮肤病外用中药新剂型和新制

剂外
，

近几年还出现了一些防治皮肤病的保

健生活用品
，
如防治足癣的鞋

、

袜
、

抗癣裤

权
，

止痒保健内裤等等
。

四
、

结语与展望

我国皮肤病外用中药的使用历史悠久
，

内容丰富� 剂型齐全
，
制剂繁多

�
简便实用

，

疗效确切
。

建国以来
，
不但传统剂型得以继承

和发展
，
而且新的剂型和制剂不断出现

，

尤其

是近年来中草药药物化妆品的崭露头角以及

中西药结合皮肤外用制剂的兴起
，
使我国皮

肤病外用中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
。

对于今后我国皮肤病外用中药的发展
，

笔者提出以下几点磺改和展望

�
�

进一步进 �公传统剂型的改革
。

传中医

统的剂型虽然在外治皮肤病方面发挥 了重要

的作用
，
但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

，

某些传统

的剂型已不能很好适应当今临床 治 疗 的 需

要
，
须用新的更好的剂型来代替

。

如传统的治

疗疥疮的硫磺膏
，

由于其过于油腻和气味大

有时不易为患者接受
，
成硫霜后则克服和议

了上述的缺点
。

�
�

加强新剂型的研制
。

日前一些新的齐��

型
，
如中药橡皮膏

、

中药涂膜剂
、

中药气雾剂

等在皮肤病治疗上尚未得到很好 的 推 广 应

用
。

实际上中草药在这些剂型方而是很有发

展前途的
。

如 目前临床使用的皮质激素橡皮

膏肤疾宁以及各类皮质激素软膏
，
虽然它们

对痰痒性的苔癣样变的皮肤病和各种变态反

应性皮肤病有较好的疗效
，
但它们毕竟是皮

质激素类药
，
不宜长期使用

，
我们是否可以

研制出类似的中药橡皮膏和霜剂来解决这个

向题呢� �

�
�

中药化妆品前途广大
。

由于中草药药

效缓和
，

刺激性小和副作用少
，
且我国中草

药品种奇多
，
资源丰富

，
所以中药药物化妆

品的开发利用潜力很大
，
今后不管在国内还

是国际市场都大有发展前途
。

�
�

中西结合的皮肤外用制剂 将 不 断 增

多
。

中医和西医是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
，
中

西药都各自有优缺点
，
集两家药物之长

，
在

皮肤病外用药方面研制出更多新的
、

高效的

中西药结合制剂
，
是我们今后要努力的 目标

之 一
。

�
�

加强皮肤病外用中药的实验室研究
。

许多皮肤病外用中药的剂型和制剂已在临床

实践中被反复证明是卓有疗效的
，
但对它们

的作用机理有许多尚不清楚
，
所以

，

今后我

们必须借助于现代的实验研究方法和设备
，

加强这方面的研究
，
弄清外用中药的吸收

、

分布
、

代谢和药理作用
，
促进皮肤病外用中

药向现代化发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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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阴也
。

肾虚者加用益智仁
，
效果亦佳

。

虚实挟杂者
，
甚为多见

。

早用补涩
，
每

令人视为畏途
。
其实

，
药物为祛邪之手段

，

正气方为祛邪之主导
。

若气馁于内
，
专于攻

邪 ， 则邪恋未去而先伤正气
，
反 致 迁 延 难

愈
。

故泻频而兼虚者
，
可于祛邪 中 并 用 补

涩
，
冀涩肠以存正

、

补气以复正
。
正 气 回

复
，
其邪易去

。

此不碍祛邪
，
实 有 助 祛 邪

也
。

四
、

病案举例

方 � ，
男

， �个月
。

患儿出生一个多月

时出现泄泻
，
即在某大医院住院治疗

。
迭用

各种抗生素
，
及中药人参须

、

焦三仙
、

石榴

皮等
，
输血浆数次

，
并请数间医 院 专 家 会

诊
，
均未见显效

，
乃诊为

“
难治性消化不良

” 。

����年 魂月��日邀余会诊
。

其时患儿泄

泻已月余
，
大便稀澹

，
时如蛋花汤样

，
日解

�
、
�次

，
间有肠鸣

。

虽体重略减
，
但形体

仍未消瘦
，
体温正常

，
乳食尚可

，
口 干 饮

少
，
自门

、

目眶不陷
，
舌略淡

、

苔薄白
。

此

证外形虚象虽不甚显
，
但泄泻月余未止

，
脾

胃已伤， 久病及肾
，
关门不固

，
则易滑而不

收
。

细察其面色略黄少华
，
唇舌稍淡

，
虚象

已见端倪
。

证属脾肾气虚
、

湿多热少
。

其运

化无力
、

虚失固摄为病之本
，
故前用消食

、

固涩之品周效， 虽曾用参须
，
而火不暖土

，

单用补土亦难以为功
。

故治以温肾固涩
、

健

脾化湿为主
，
佐用清肠之法

。

拟方
�

补骨脂

�克
，
益智仁

、

地榆各 �克
，
党参��克

，
白

术
、

霍香
、

火炭母各 �克
，
淮山 �克

，
葛根

��克
，
炙甘草 �克

，
乌梅 �枚

，
每 日 �剂

。

并嘱暂减乳食
，
另予腊鸭饨 �个 �切碎 �

、

淮山��克
、

大米适量
，
煮粥水代作饮料

。

服

药后
，
大便逐日减少

，
�天之后

，
日 解 �

次
。

因自加牛奶
、

橙汁之类
， �月 �日解便

�次
，
乃再来求方

。

虑其元气初复
，
又为乳

食所伤
，
故于前方中去乌梅

、

葛根火炭母
、

地榆
，
加肉豆葱

、

鸡内金各 �克
，
五味子

、

木香各 �克
，
边条参 �克另炖

，
以加强补涩

止泻
、

行气消食之功
。

如法调理
，
其 疾 乃

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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